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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文化身份》

前言

　　写的是什么：研究对象与主题。　　本书是关于一个藏族村落的民族志，准确说，是带有一定实
验色彩的宗教民族志。它侧重于描述村落成员的日常宗教生活、文化身份现实、身份认同心理和族际
互动关系。　　这个村落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府马尔康以西12公里。作家阿来的长篇小
说《尘埃落定》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区域内。村落的原住民属于今天被称为“嘉绒藏族”的族群，
村落内还生活着部分汉族移民和他们与原住民通婚的后代。这三类人就是我研究和书写的对象。　　
在对这个村落的调查和研究中，我发现在他们的身份现实和身份感，尤其是关于“我属于哪群人”或
说“我属于哪族人”的问题（也就是族群认同）上，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给当事人带来程
度不同的苦恼和焦虑。这是一种“身份边界的模糊或破碎”所导致的“身份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
自我认同，即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表述危机。我将这种状态称为“无界的身份”。通过研究，
我想要问的是村落个体（同时也是群体）的族群一文化身份何以无界，以及他们如何为确立自己的身
份边界付出努力，也就是说，怎样寻找其身份或说寻找自我。要加以说明的是，身份与认同这两个概
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别，这一点书中作了初步辨析，但身份与认同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identity
，所以文化身份又被翻译为文化认同。同样，族群认同也可以理解为族群身份。我们知道，认同这个
概念最初来源于心理学，准确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体心理学。从这种渊源上看，借助个体心理学的
研究，来考察与认同密切关联的文化身份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的一种合理选择。本书以村落中的个
体而不是群体为主要描述和研究对象，部分出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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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除了学科、学术表述范式上的这种思考外，还有两
个因素也促使作者采取这种形式进行表述和写作。第一，作者与研究、书写对象的特殊关系。村落是
作者妻子的家乡，文本中出现的那些人物与作者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使作者得以和他们内
心的隐秘世界有了亲密接触。其二，作者从前中文专业的学科出身，导致作者对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
来报道和探究人物的个性、内心和行为动机有某种偏好，而民族志这种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在发展、
变化和探索中的研究文体，也为作者进行的尝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用格尔茨的话说，
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模糊的体裁”。
在表述上，《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作为
一个被反思和书写的对象在文本中出场，与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就文中涉及的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
。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追忆过去作者自己在汉族情境或场域中面对相同问题的亲身经
历、感悟，通过表达与村落遭遇后诧异于村落成员应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方式、思维、心态和期望以及
诧异后作者内心发生的改变，来凸现汉族群与村民在文化上的区别，从而唤起读者对本文化和异文化
的直觉，使读者也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增强文本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透明度，使读者
对研究一书写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甚至性情、趣味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一种与被
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不同的、相对主动的“理解的知识”，参与到作者对对象的认识甚至于
文本的建构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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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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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
K281.4/4401
2、十年磨一剑有味道的好书民族学文化认同的一部好作品
3、因为论文所以找到这本书，挺好的。。
4、其实不只是嘉绒，处于藏族边缘或者说藏文化亚文化带的族群也是这样的困惑，不过作为一个嘉
绒藏人，深知嘉绒是藏民族的组成部分，嘉绒的文化也是藏族的文化，加绒人面临的困扰也是整个藏
族社会面临或将要面临的问题。无关乎民族身份，而是现代与传统冲击，藏文化与强势文化碰撞的问
题。不管面对怎样的环境，所有藏族人有责任传承和发扬优秀的藏族文化，特别是已经在tibet边境上
失去很多的嘉摩擦瓦绒。
5、博士论文也可以这样写啊！⋯⋯
6、读了三分之一，实在看不下去了，感受就是很困惑，作者想说啥喃？
7、书还好，对于研究嘉绒藏族村寨有参考意义。
只是显得过于故事化，专业性略弱
8、对细节的观察和思考很有意思，但在学术上而言不太有新意，理论很多堆砌，略絮叨。
9、人类学诗学范式，找到隐形的浓浓的情感不代表要丢掉一些看得见的深度的思考
10、李立因妻子的缘故，从而开始关注“杂交”的嘉绒藏族。他的书写很是天马行空并且文艺极了，
当然田野无疑是扎实的，但，读完总觉得欠缺点什么。也许问题就在于，寻找文化身份这个主题上吧
。谁在找？为何找？找到了什么？个中的地气还是不足的。吐个糟，作者很欣赏庄大师，是因为他们
都很文艺的缘故么？
11、文艺学转民族学 可以借鉴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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